
�0 新西部·　　　　 ·2024年第10期

的冲击，许多年轻人外出谋生，老手艺人也日渐衰老。

正是基于此，陈老师开始潜心搜集整理传统剪纸图样、

记录其背后所蕴含的故事，从安塞开始至今，他走遍了

陕西有剪纸的角角落落，绘制陕西省剪纸区域图、出版

论著。当谈及剪纸艺术本身时，陈老师的神情是愉悦的

甚至是兴奋的，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然而当回归到现

实时，他的神色突然黯淡下来。他说：“从20世纪90年

代起，剪纸这门传统艺术就已经开始蜕变。现在的剪纸

的语言形式越来越向绘画看齐，失去了传统剪纸的艺术

特色。大多年轻人受现代美术造型观念的影响，剪纸的

艺术韵味越来越少。过去妇女们受农文化的影响，从小

研习剪纸，剪纸也广泛用于各种风俗活动。在千百年的

传承中，剪纸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造型体系、文化内涵

体系、色彩体系，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的

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其艺术本真和文化内涵，没有了之

前的灵魂。”

困境与未来的博弈

从形式角度而言，搜集民间剪纸的图样（俗称“样

子”），依葫芦画瓢，剪纸是“可学”的。但剪纸又是

不可学的，因为一旦脱离了它的原始生存环境，就成了

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是一道看似无解的难题。唯有

一点可以尝试突破，那就是原地保存、原地发展。陈老师

认为应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把剪纸传承下去的重点，

就是要唤醒民俗，将剪纸回归民俗。要设法让民俗重新

传播开来，将传统剪纸应用于生活中，树立群众的文化

自信。第二，将剪纸作为文化产业经营也是应该思考的

问题。让传统剪纸致富剪纸艺人是一件很好的事，将传

统剪纸与商业相结合，现在就有许多成功的例证。但经

营也是一种艺术，不是每个艺人都能去营销自己的剪纸。

传统剪纸的传承与保护和商业剪纸一定要分开来进行，在

发展商业剪纸的同时，也要重视保护传统剪纸。”

当有人问及剪纸优劣的评判标准时，陈老师的回答

是中肯的，他说：“剪纸没有好坏的标准，不可以用西

方美术的观念去衡量这些作品。传统的剪纸作品有其自

身的特色，而且民间艺人之间有自己独特的品评思路，

有 些 则 是 只 可 意 会 不 可 言 传 的 。 剪 的 好 的 作 品 被 称 为

‘样子’，在婆姨大姑娘的手中一代代传承。”被当作

商品出售的剪纸，不可避免地要迎合消费者的喜好，市

场烙印非常明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最起码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让剪纸艺术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但要时

刻牢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剪纸是“不可复制”的，因

为那是剪纸艺人的内心表达，是她们对祖辈的敬仰，也

蕴含着生命个体的喜怒哀乐愁。

剪纸是我的全部

毕业于美术院校版画专业的陈老师，因为特殊的年

代去了一个偏远的县域，误打误撞与剪纸结下了一生的

缘分。年轻的生命在传统的剪纸艺术中得到陶冶，强烈

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促使他毅然放弃了绚烂的美术创

作之路，扎根于陕北传统文化的沃土，延伸至关中、陕

南的田间地头，深耕细作，终于成长为参天大树，结出

了累累硕果。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时间赛跑，努力弥

合传统文化断裂的链条。由于观念的问题，类似剪纸这

样的手艺极少被历史文献所记载，这就为研究造成了很

大的难度，所幸在一些相对闭塞的地方还较好地保留着

历史的韵味，这是剪纸特有的语言，在图案中、在当地

人口口相传的故事中。对这些珍贵图案和故事的搜集整

理，是陈老师的心愿。“剪纸是我的全部”，陈老师饱

含深情地说道。他希望借着祖国繁荣昌盛的大好形势，

剪纸艺术家与剪纸爱好者能够多交流、多创作，认真传

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剪纸这块民族瑰宝能够

得到传承。

剪 纸 是 一 种 镂 空 的 艺 术 ， 但 蕴 含 着 丰 盈 充 实 的 人

生。陈山桥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倾力于保护与传承，用陕

西人的朴实厚道，向祖先致敬、向艺人致敬，圆满着自

己的人生，普惠当代与后世。临别时，陈老师特意将自

己编著的几本剪纸著作赠送给我，我向他深鞠一躬，并

诚恳地表达愿意协助他进行剪纸研究。本以为是周末一

次简单地走亲访友，却成了对我的一次精神洗礼。无论

社会怎样飞速发展，总有人在坚守，正如我自己所从事

的古文献整理一样。小文初成，为防止错漏，我特意将

文章通过微信发给陈老师，他又发给我一些参考资料，

还特别强调说自己的恩师是当时在延安市群众艺术馆工

作的靳之林老师（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博士生

导师），是靳老师让他认识到民间剪纸的价值，并鼓励

和 指 导 他 普 查 了 安 塞 的 民 间 剪 纸 。 看 到 这 样 滚 烫 的 话

语，我内心有些澎湃。名师如暗夜灯塔，照亮着我们前

行的路。吃水不忘挖井人，耕耘于剪纸研究领域几十年

的陈老师如今可谓功成名就，但他时刻牢记师恩，并以

此勉励自己。作为晚辈后学，当以陈老师为榜样，淡泊

名利，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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